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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教育产业化的反思： 

有效利用教育资源的理论与政策 

陆铭  蒋仕卿 

[内容提要] 稀缺的教育资源应得到有效利用，而教育财政的分权、学校间的竞争和合理的价格机制能够提高基础教育资

源的配置效率与组织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教育券、奖学金和财政转移等机制向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提供补贴，不仅有

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效率。但过度地、不科学地追求公平，却可能损害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与追求公平的初衷相违

背。本文对如何有效利用教育资源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中国基础教育产业化的反思进行了反思。 

[关 键 词] 基础教育  教育产业化  同群效应  效率  公平 

    一  引言 

    近年来，对于基础教育产业化的反思直接触及了如何看待基础教育资源有效利用与教育的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基

础教育的高收费、择校以及不同收入和社会阶层的人享受不同的受教育机会等现象日益为人们所诟病时，在政策层面上，

教育部官员表示了对教育产业化的极力反对，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引入市场化，有违教育的公益性质，违背了国家的办学

方针，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也从教育的公共品特性与社会公平和公正(郝文武，2000)以

及教育的非经济属性(刘超良，2001)等角度论述了教育产业化的弊端。在提出这些批评之后，人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严

格禁止择校，以及促进地区内基础教育的完全均等化等。与此同时，对于各种教育均等化模式的报道也见诸各类媒体。 

    但是，在对教育产业化进行反思时，有一系列问题待进一步的思考：什么是基础教育的目标?基础教育的公平和效率

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有效利用教育资源的方式?怎样的教育均等化是适度的?由于缺乏深人的理论分析，人们对于

上述这些问题的意见是矛盾而又混乱的。在本文中我们要说明，中国的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教育产业化的

“方式”问题，而不是“方向”问题。稀缺的教育资源应得到有效利用，而教育财政的分权、学校间的竞争和合理的价格

机制能够提高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与组织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教育券、奖学金和财政转移等机制向低收入人群

和地区提供补贴，不仅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效率。但过度地、不科学地追求公平，却可能损害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甚

至与追求公平的初衷相违背。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讨论基础教育的目标，以及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资源的机制。说明通

过地方政府办基础教育，并形成一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的竞争性的教育市场，是有效利用教育资源的基本条件，同

时，政府应通过适度的教育均等化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第三部分，我们对中国现有的教育政策进行了评论。第

四部分是总结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基础教育目标和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



    三、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反思的反思 

    ......

    四、教育改革：市场化的方向与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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